
责任编辑∶吴南瑶 视觉设计∶戚黎明

新民网：www.xinmin.cn 24小时读者热线：962555 编辑邮箱：wup@xmwb.com.cn 读者来信：dzlx@xmwb.com.cnC42017年2月4日 星期六

趋势 /

! ! ! !沐雾甲虫所生活的纳米布沙漠，是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区之
一，年降水量仅有 !"# 厘米，但沙漠中常会出现雾。在人迹罕至
的沙漠生存，沐雾甲虫“身怀绝技”。它们的鞘翅上有一种“超亲
水”纹理，同时甲壳上还有一种超疏水”凹槽。两者共同合作，沐雾
甲虫就可以从外界的空气中吸取水蒸汽。长期与严酷的自然环境
作斗争，沐雾甲虫已经习惯于借助傍晚充满雾气的海风加速水珠
凝结汇聚。当亲水纹理上的水珠越聚越多时，这些水珠就会沿着
弓形后背的凹槽滚落入沐雾甲虫的嘴中。
克里斯托弗·瑞特兹受此启发，在材料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

下，一口气设计出 $%&' 和 ()*+ 两款水瓶。据说，这两款水瓶就
像沐雾甲虫一样，利用并提取空气中的水分冷凝产生饮用水。换
言之，只要有这两款水壶中的一种，哪里有水汽，哪里就有水源。
初出茅庐的瑞兹特凭这两项设计，入围了詹姆斯·戴森（,-.+/
0)/'1）奖。

大自然中可能隐藏完美
的设计方案，这不止是瑞特兹
个人的感触。在近期由乐家上
海艺术廊举办的仿生科技展
上，除了沐雾甲虫的故事，一
系列仿生设计的生动案例都
在向人们讲述大自然中蕴藏
的设计能量。仿生不止是一门
在工程上实现并有效地应用
生物功能的学科，对设计师来
说，俨然已经成为搜寻近乎完美的设计方案的宝库。

做自然的!搬运工"#

事实上，仿生设计在设计行业是一个相当红火的门类。仿生
设计学与旧有的仿生学成果应用不同，它是以自然界万事万物的
“形”、“色”、“音”、“功能”、“结构”等为研究对象，有选择地在设计
过程中应用这些特征原理进行的设计。同时，它也具有很强的科
学性，要求设计师做个通才，能结合仿生学的研究成果，为设计提
供新的思想、新的原理、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仿生设计可以说是仿生学的延续和发展，

是仿生学研究成果在人类生存方式中的反映。这样的设计成功案
例不胜枚举。比如，奔驰在西班牙境内的 $23 45!67高速列车，
其设计灵感来源于绿头鸭的流线型的头部。泰尔戈公司（8-9:'）和
庞巴迪（;'.<-&*%+&）这两家交通工具制造巨头的设计师们发现，
有着候鸟习性的绿头鸭，其头部和喙的流线形状，能使其迁移数
千英里的过程中大幅降低空气阻力、改善空气动力。为此，设计师
和工程师们借鉴了绿头鸭的头部线条，打造了这种新型的欧洲特
快列车。

麻省理工的工业设计师和工程师则观察和参照猎豹的肢体
移动方式，打造了著名的大狗机器人。其快速行进能力在目前的
人工智能产品中名列前茅。=$>科技公司的设计人员，从珍珠鹦
鹉螺的构造上受到了启发。珍珠鹦鹉螺的壳室呈等角螺线排列，
这种形状使其能轻松控制身体的沉浮。仿照珍珠鹦鹉螺结构的
=-?风机，亦采用了等角螺线设计，生成将流体引入系统中心的向
心力，从而减少了摩擦。相比将流体排至外部的传统通风器设计，
=-?风机通过模拟自然设计解决方案能节省高达 @6A的能源。

不止是这些工业设计领域，在家居设计方面，仿生学也带给

了设计师诸多启示。安东尼奥·布洛（$1B'1%' ;C99'）为卫浴品牌
('D-设计产品时，就从山泉瀑布的流淌方式上找到了突破口，设
计出模仿自然水流出水方式的 3E'9水龙头，受到业内外好评。
“如果纯粹模仿这些生物的外形，那么这种仿生设计毫无意义，”
安东尼奥认为，仿生设计的家居要将功能赋予形式，而不是简单
的外形模仿。
很多设计师已经做到了这一点。中国台湾设计师郭子荣的作

品蒲公英凳子灵感源于绽放的蒲公英。凳子仿造蒲公英的结构，
由若干根木钉插在同一个圆球上。这些木钉的圆帽非常光滑，共
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圆球，坐上相当舒服。当然，蒲公英凳还令人
意想不到的功能。它的木钉之间有空隙，使用者可以把报纸杂志
等杂物插在空隙里，把凳子当书报架使用。如果想别出心裁，你甚
至还可以把凳子固定在墙上，当衣帽架来用。郭子荣自信地表示，
蒲公英凳兼具了很多家具的功能，关键看人们怎么使用。

匈牙利陶艺师拉兹洛·图帕（F-/G9' 8'.H-）在研究了蜗牛的
内脏后，偶尔跨界，制作出名为“螺旋盒”的抽屉。这种抽屉芯能沿
着抽屉盒呈螺旋状打开，别具一格的收纳打开方式，通过旋转设
计把常见的东西变成极具把玩性的玩具，还保持了抽屉原来的功
能。这又是一件效仿大自然生物的杰作。

多问几个为什么
毫无疑问，仿生设计作为

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与自然界
的锲合点，使人类社会与自然
达到了高度的统一，正逐渐成
为设计发展过程中新的亮点。
它兼具节能环保，也极其符合
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理念。

其实，自古以来，自然界
就是人类各种科技发明和设
计的源泉。但相比之前仅仅追
求形似的自然设计风，仿生设

计的思考内容更加多元。
生物界有着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及物质存在，它们在漫长的进

化过程中，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，逐渐具备了适应自然界变化的
本领。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，与周围的生物作“邻居”，这些生物各
种各样的奇异本领，吸引着人们去想象和模仿。人类运用其观察、
思维和设计能力，开始了对生物的模仿，并通过创造性的劳动，制
造出简单的工具，增强了自己与自然界斗争的本领和能力。很多
精彩的设计解决途径就藏在自然的细节之中，这些细节有的细微
至极，极易让人视而不见。有心人多问几个为什么，才能发掘其中
的奥妙。
因为常带着宠物狗去野外散步，瑞士发明家、设计师乔治·

德·穆斯塔（I+'&:+ *+ J+/B&-9 ）对植物发生了兴趣。每次，他带着
小狗在林中中愉快地玩耍，裤子和狗毛上就会沾满苍耳，要花费
很大精力才能去除。出于好奇心，他摘下几瓣苍耳，在显微镜下仔
细观察，发现了其中的奥秘———原来苍耳的每个刺的顶端结构都
是一个小钩子，就是这种结构使它可以轻易的钩在有毛圈结构的
裤料上。 这一发现促成了穆斯塔研发设计出了一种由钩和
毛两种结构组成的搭扣带。其中的钩就像苍耳上的小钩子，而毛
就像裤料上的毛圈一样。穆斯塔本人创办的公司成了最早的钩毛
搭扣带生产商。这种钩毛搭扣相信你我都不陌生。
现在，又有设计界的后辈向其发出挑战。两位美国在校大学

生邓肯·艾瑞切克（0C1D-1 K&/DL%DM）和阿尔弗雷德·克罗斯拜
（$9N&+* O&'/<)）打算对壁虎功发出新的挑战。他们在观察壁虎的
皮肤后，对其进行了效仿，经过反复试验，他们设计研发出一种类
似壁虎皮肤的胶带。据说，这种胶带不仅可以重复使用，而且吸力
惊人，可把 #66公斤的东西牢牢粘在墙上。一旦这种壁虎胶带真
正实现商用，人类自己说不定也可以像壁虎那样“飞檐走壁”了。

完美的方案就藏在大自然中
仿生设计突破疆界

奥地利工业设计师克里斯托弗!瑞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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